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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會的分裂（AD 1054） 

 

 

壹、東方教會與西方教會的分離1（60分鐘） 

 

西羅馬帝國雖已亡國，但西方教會卻仍在西北歐的地區繼續增長，他們被稱為西方拉丁教會。

東羅馬帝國雖經歷了日耳曼蠻族及亞拉伯軍隊的不斷打擊，但仍屹立不倒地維持多一千年的國

運。後來，君士坦丁堡的宣教士更成功地使蘇俄等地的人民歸信了基督，並在當地建立了東方

希臘教會（Eastern Orthodox Church）。其實，從六世紀到十一世紀的 500多年間，東西方文化

之間的分野越來越大；後來，東西方教會之間的差異分歧更使他們於 1054 年 6 月 21-24 日正式

分裂。當時發生了兩件重要的事件促使了這次的大分裂： 

 

一、那時，西方教會要在尼西亞信經中加插「聖靈是由父和子而出」一詞，但東方教會卻

強烈反對「和子」（filioque）這字；結果，這重要的分歧帶來了東西方教會的互相指責。2
 

 

二、教皇利奧九世與君士坦丁堡的主教長瑟如拉留（Michael Cerularius）不和，利奧九世更

於 1054 年正式革除瑟如拉留的教籍；結果，瑟如拉留在盛怒之下亦革除了教皇利奧九世的

教藉。於是，東西方教會就正式一分為二。3
 

 

因此，於 1000年左右，基督教會又有了新的轉變： 

 

1. 內憂：不再是異端教導或信徒質素的下降，仍是東西方教會的分裂。 

 

2. 外患：不再是政府逼害或異教文化的滲透，仍是蠻族和回教的入侵。 

 

3. 權威：不再是使徒道統或羅馬皇帝的干涉，仍是教皇新權勢的發展。 

 

貳、東正教會的屬靈寶藏4
 

 

1. 在地若天：敬拜（liturgy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祁伯爾著，李林靜芝譯：《歷史的軌跡：二千年教會史》，（台灣：校園，1991年），頁 102-107。 

2陶理編，李伯明等譯：《基督教二千年史》，（香港：海天書樓，1998年），頁 258-259。 

3
 祁伯爾，頁 116-117。 

4
 陳國權著：《臻善之境：東正教靈修初探》，香港：基督徒學會，1998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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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東正教會的崇拜中，人是透過觀察及體驗去經歷神，而非只是理性教義的探求和道德誡

律的遵行。他們要求崇拜者全人投入地運用所有的感官去敬拜神，透過看（圖像）、聽

（詩班）、嗅（燒香）、嚐（餅和酒）、觸（畫十字）去經歷神；自己的身體亦因著崇拜

而獲得提升和聖化。因此，在敬拜時，崇拜者有在地如在天的感受。 

 

「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們所聽見、所看見、親眼看過、親手摸過的。2 這生

命已經顯現出來，我們也看見過，現在又作見證，將原與父同在、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

生命、傳給你們。」（約壹 1:1-2） 

 

2. 天堂之窗：圖像（icon） 

 

圖像透過繪畫（美學）去表達信仰（神學），當多數信徒還是文盲時，圖像擔當重要的教

導責任。使用圖像的疑慮在於是否涉及偶像崇拜，毀像者（iconoclasts）反對使用圖像（申

4:15-16；約 4:23-24），護像者（iconodules）則用聖經去證明其合法性（約 14:6-9）。這些

藝術品藉著默想的方式深化了基督徒的屬靈經驗；在默想時，默觀者的心被牽動，愛慕的

心亦油然而生。圖像亦能幫助我們心神集中、歸回寂靜及共融契合，故圖像是一個助人通

往天堂的屬靈藝術品。他們亦強調崇拜上帝和尊敬聖徒是有分別的。 

 

「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甚麼形像彷彿上天、下地，和地底下、水中的百物。5 不

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事奉他，因為我耶和華─你的神是忌邪的神。恨我的，我必追討他的

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」（出 20:4-5） 

 

「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製造一條火蛇，掛在杆子上；凡被咬的，一望這蛇，就必得活。9 摩

西便製造一條銅蛇，掛在杆子上；凡被蛇咬的，一望這銅蛇就活了。」（民 21:8-9） 

 

3.寧靜致遠：專注（apatheia） 

 

東正教會重視透過靜謐與体止以達致神人共融的境界。他們藉著獨處、靜修及默想等的操

練去淨化人裡面的邪情私慾，故人能專注及敏銳警覺地直接經歷神的同在（太 5:8）。當

然，神人合一是指人與神的能力結合，而非指人與神的本質結合（彼後 1:4）；神既是那位

遠超和凌駕一切的神，又同時是啟示和願親近人的神，我們就透過這心之寧靜去親近祂。 

 

「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：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；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；你

們竟自不肯。」（賽 30:15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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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守意在心：心禱（prayer） 

 

神住在我們心內（啟 3:20），許多基督徒卻未能意識到神的同在，故祈禱有覺察醒悟、聆

聽上帝的作用。他們用的耶穌禱文（The Jesus Prayer），好處在精簡易記亦易誦唸；加上

呼吸的節奏，這禱文在我們心靈內預留了一個寧靜的空間給基督（帖前 5:17）。這操練幫

我們把耶穌的聖名留駐在心裡，從而對神產生出不間斷的思念與愛慕。他們有祈禱的五段

法：口禱（唸誦禱文）、默禱（默唸禱文）、心禱（寧靜祥和）、自發祈禱及神人共融。 

 

「神阿，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！」（路 18:13b）； 

 

5.心靈響導：神長（elders） 

 

東正教會非常注重屬靈導引（spiritual direction），即降服聖靈的管治（弗 5:15-21）、有豐

富屬靈經驗及能指導別人生命成長（傳 7:15-18）的長輩及靈友（約 3:27-30）；這樣，初信

者才不會輕易放棄及誤入歧途（傳 4:9-12）。初學者要誠實坦率地披露心跡，亦要放棄自

私自我及順服聽從屬靈長輩的指引。 

 

「你們該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樣。」（林前 11:1） 


